
代码 名称

昨日

涨跌幅

最新点位 涨跌

年初至今

涨跌幅

８８４１２９．ＷＩ

生物疫苗指数

３．１６％ １１２１．９４ ３４．３３ ３９．８３％

８８４１０１．ＷＩ

抗癌指数

２．９５％ １５９２．４５ ４５．６６ ５１．８２％

８８４１３２．ＷＩ

智能物流指数

２．７７％ １５５９．７５ ４２．０８ ５２．２３％

８８４１００．ＷＩ

新三板指数

１．８７％ １２４４．８８ ２２．８２ ４２．４８％

８８４０６２．ＷＩ

生物育种指数

１．８１％ １２４１．１３ ２２．０６ １１．４２％

８８４０８３．ＷＩ

深圳前海新区指数

１．４１％ ８２３．３６ １１．４９ ７．３９％

８８４１４２．ＷＩ

养老产业指数

１．１６％ １２９１．８１ １４．７６ ６２．０７％

８８４０８１．ＷＩ

上海本地重组指数

１．１１％ １１６８．９４ １２．８ ４９．９５％

８８４０５７．ＷＩ

新材料指数

０．９５％ １０８４．４２ １０．２４ ２４．７８％

８８４０３２．ＷＩ

迪士尼指数

０．９２％ １０５７．６６ ９．６９ ６５．３３％

８８４１３８．ＷＩ

上海自贸区指数

０．９１％ １６６０．５３ １４．９５ １５２．４０％

８８４１０７．ＷＩ

黄金珠宝指数

０．９０％ ９９９．１９ ８．９６ －７．９９％

８８４０８８．ＷＩ

通用航空指数

０．８７％ １１４６．６６ ９．９４ ３５．３３％

８８４０４０．ＷＩ

垃圾发电指数

０．５７％ １２３２．８４ ６．９３ ２８．４２％

８８４１２４．ＷＩ ＰＭ２．５

指数

０．５７％ １９８０．１７ １１．２８ ７８．５８％

代码 名称

昨日

涨跌幅

最新点位

年初至今

涨跌幅

5日涨跌幅

８０１１５０．ＳＩ

医药生物（申万）

１．４６％ ５１６８．３６ ４２．３８％ １．３２％

８０１１２０．ＳＩ

食品饮料（申万）

１．３１％ ５２３８．８４ ２．１８％ ４．３６％

８０１１６０．ＳＩ

公用事业（申万）

０．８４％ １９０９．０２ １５．４５％ ４．３６％

８０１０５０．ＳＩ

有色金属（申万）

０．６２％ ２７０１．６５ －２０．７３％ ０．４４％

８０１２３０．ＳＩ

综合（申万）

０．５８％ １７９９．６８ ２４．４６％ ３．７０％

８０１０１０．ＳＩ

农林牧渔（申万）

０．５３％ １９８６．１６ ２３．０４％ ８．８８％

８０１１７０．ＳＩ

交通运输（申万）

０．５１％ １７１５．４７ １１．８４％ ４．３１％

８０１１３０．ＳＩ

纺织服装（申万）

０．３０％ １６６８．０６ ９．６９％ ４．７９％

８０１１８０．ＳＩ

房地产（申万）

０．２３％ ２７７４．７４ －１．１５％ ０．８７％

８０１０７０．ＳＩ

机械设备（申万）

－０．０５％ ３４０７．３１ ２０．６１％ ３．８９％

８０１０３０．ＳＩ

化工（申万）

－０．１５％ １８９５．７ １１．７６％ ２．５９％

８０１１４０．ＳＩ

轻工制造（申万）

－０．１５％ １６９１．２ ２６．２８％ ４．７４％

８０１０２０．ＳＩ

采掘（申万）

－０．３０％ ３２４９．０３ －２４．０３％ １．９６％

８０１１１０．ＳＩ

家用电器（申万）

－０．４１％ ２６５４．８５ ２４．４１％ ４．０３％

８０１２２０．ＳＩ

信息服务（申万）

－０．４６％ ２７４１．０５ １０５．７５％ －０．６０％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最新价

涨幅

（％）

流入金额

（万元）

流出金额

（万元）

净流入额

（万元）

净流入资金

占总成交额

比例（％）

６００１９６

复星医药

１６．９１ １０．０２ ９０３６７．３８ １３９８０．４１ ７６３８６．９６ ７３．２０

６００２７０

外运发展

１３．２２ ９．９８ ６５１３７．５７ １４１４４．０５ ５０９９３．５２ ６４．３２

６００８９５

张江高科

９．７０ ９．９８ ７０６６５．４９ １９８０６．４０ ５０８５９．０９ ５６．２２

０００９７９

中弘股份

４．９８ ９．９３ ９９１８４．１４ ４９５２７．９７ ４９６５６．１８ ３０．６８

６００７１８

东软集团

１６．４３ ９．９７ ６７５９５．３４ ２５８７８．８２ ４１７１６．５２ ４４．６３

６００７８７

中储股份

１１．６２ １０．０４ ５２２６６．９９ １１５０３．４９ ４０７６３．５０ ６３．９２

６００９６３

岳阳林纸

４．７９ １０．１１ ５３０７０．７９ １５８７６．３４ ３７１９４．４５ ５３．９５

６００８２５

新华传媒

１１．２０ １０．０２ ６０１９６．２９ ３００２１．５８ ３０１７４．７１ ３３．４５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４４．２５ ３．２９ ６４２３４．６４ ３４３９１．５３ ２９８４３．１１ ３０．２６

６００８３８

上海九百

８．２４ １０．０１ ５３２４０．２２ ２６６６４．６１ ２６５７５．６１ ３３．２６

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入前十

行业资金净流入（出）金额

行业资金流向图表个股资金流向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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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新结构”系列之五

新兴消费 不因“泡沫”恐惧“成长”

□本报记者 龙跃

A

股市场今年以来牛股辈出，

强势股中包含了大量的新兴消费

类公司。这些新兴消费企业，有的

创造了新的消费领域， 有的带来

了新的消费体验， 还有的则在既

有业态中呈现出了新的发展。 分

析人士认为， 尽管新兴消费类股

票目前看似较贵， 但考虑到当前

正处于居民第三次消费浪潮的起

点， 其中不少个股有望在未来数

年享受估值提升和业绩高增长引

发的“戴维斯双击”。

股市大念“新”字诀

自今年春节之后， 市场涌现

出了一批牛股。 统计显示，

2

月

18

日至今，沪深股市中共有

125

只个

股实现了股价翻倍。 其中， 中青

宝、爱施德等

6

只个股的区间累计

涨幅超过

300%

。 可以说，在大盘

节节溃败之际， 上述个股却早已

开启了牛市之旅。 从上述涨幅巨

大的个股来看， 新兴消费类股票

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所谓新兴

消费股是指， 能够给消费者提供

新消费领域、 新消费体验或者是

迎来消费需求新井喷的股票。

手机游戏是典型的提供新

消费领域的股票。 随着智能手机

的大面积普及，以及移动互联的

迅速发展，作为消费者使用最为

频繁的智能终端，手机的娱乐性

需求开始明显增加。 正是基于这

一新的消费需求，不少上市公司

开始涉足“手游”这一新的消费

领域， 并给股价带来了迅速提

振。 如中青宝、掌趣科技等个股

今年以来就呈现出持续大幅上

涨的格局。

伴随着网络的普及， 消费者

的消费行为也在发生着显著变

化。比如，众多消费者就已经将此

前逛商场的习惯改为浏览 “淘

宝”、“京东”等网上商城。 从企业

的角度来说，谁能够顺应潮流、提

供新的消费体验， 谁才能更大程

度地保证竞争优势地位。在

A

股市

场中，苏宁云商从公司更名，到持

续投入“

O2O

”，持续给投资者带

来新的消费体验， 而公司股价也

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逐渐转

危为安。

此外， 一些传统的消费领域

今年以来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

机，典型的如电影发行商。放在

10

年以前， 一部电影票房过亿无疑

会成为业界的重磅新闻； 但是今

年以来， 稍有影响力的国产电影

都能轻松完成这一目标。 其中内

在原因在于，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

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曾经饱

受诟病的电影高票价已经进入承

受范围内， 走进电影院观影的消

费者数量呈现井喷之势。 凭借这

一行业重大变化，华谊兄弟、光线

传媒今年以来大幅上涨。

别因“泡沫”恐惧“成长”

在经过持续大幅上涨后，新

兴消费类股票似乎已经到了 “高

处不胜寒”的境地。 比如，新兴消

费类股票扎堆的信息设备、 信息

服务板块， 当前的市盈率（

TTM

）

已经分别高达

83.28

倍和

54.69

倍。

那么， 新兴消费股是否还具备关

注价值呢？

不能否认的是， 新兴消费类

股票确实是一个容易滋生泡沫的

地方。

2000

年网络股泡沫破裂的

惨状仍然历历在目，时至今日，当

年行情中的牛股大多已经销声匿

迹。因此，在新兴消费类股票估值

已经明显高企的时下， 投资者确

实需要心存谨慎。

然而， 若因为对泡沫的恐惧

而放弃对成长的关注， 显然并不

明智， 因为多数高速成长股在股

价启动初期， 其市盈率都处于较

高水平。有统计显示，美国股市近

50

年的

10

倍股， 在其股价启动初

期的当年平均市盈率为

45

倍，有

的甚至高达

80

倍。因此，高估值并

不是新兴消费股的致命缺陷，难

以兑现与高估值相应的业绩高成

长， 才是很多伪成长股包括

2000

年网络股泡沫破碎的重要原因。

而在业绩方面， 目前的新兴

消费板块确实整体上具备持续高

速增长的机遇， 因为现阶段国内

经济可能正在迎来第三次消费浪

潮。回顾历史，国内居民在改革开

放后大致已经经历了两次消费浪

潮。 一次是以彩电为代表的家电

走入居民家庭， 这次消费浪潮直

接造就了四川长虹、 青岛海尔等

家电领域的牛股， 此后的苏宁电

器也与此次消费浪潮关系紧密。

另一次则是居民对商品房的购

买。在一轮持续房屋消费浪潮中，

地产板块、汽车板块、工程机械板

块都实现了长牛的走势。

目前来看， 在前两次消费浪

潮结束后， 以

80

后人群成为消费

骨干为标志， 第三次消费浪潮很

可能正在起步， 信息传媒等新兴

消费领域和消费体验则很可能因

为

80

后人群的消费特点， 而成为

本次消费浪潮的引领者。 这意味

着， 新兴消费行业在消费需求和

资源配置等各方面， 都有可能复

制家电、地产领域的昔日辉煌。

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

有分析人士认为， 对新兴消费类

股票重要的是对其成长性去伪存

真， 而不是过度纠结于估值，毕

竟， 新兴消费股未来五年都有可

能是

A

股的重要盈利主线。（本系

列完）

编后：今年以来，市场主流热

点反复围绕“新”做文章。 所谓的

“新”，不仅体现在一些新技术、新

发明上， 更体现在经济转型及改

革所催生的新格局上。 以中期的

视角来看， 在当下这一经济转型

期，结构性行情还会继续演绎，而

具备新视角、 新结构的优质股将

持续前行。

传媒股回升驱散创业板见顶说

□本报实习记者 王姣

作为创业板内部的明星股，

上周传媒股的集体大跌， 一度引

发创业板的恐高担忧， 创业板指

数的新高之旅也暂时出现休整。

不过，本周以来，传媒股跌势有所

放缓， 其中华谊兄弟再现单日大

涨，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

的担忧情绪。短期来看，如果传媒

股跌势能就此终结， 则创业板的

新高秀将很快重现。

昨日，创业板指数震荡走低，

收市报

1389.75

点，跌幅为

0.28%

。

分析人士表示， 创业板指数跌幅

收窄的部分原因， 就在于传媒股

阵营的跌幅收窄。上周，一直被市

场热捧的传媒娱乐个股出现大幅

下跌， 昨日该板块整体跌幅出现

收窄。行业龙头公司掌趣科技、华

谊兄弟、 乐视网携手公布

2013

年

三季报预告报喜， 一定程度上提

振了市场情绪，网宿科技涨停，华

谊兄弟当日上涨

4.98%

，乐视网、

华闻传媒、 蓝色光标等个股单日

涨幅也超过

3%

。

有分析人士指出， 上半年超

高的国产电影票房、 不断创出新

高的手游流水以及贯穿始终的兼

并收购三大因素， 共同驱动着传

媒板块估值持续走高，而以传媒、

环保和医药为代表的板块业绩增

长强劲带动了创业板的整体走

强。 截至

14

日，

355

家创业板公司

中有

345

家发布三季度业绩预告，

其中报喜公司占比约

56.5%

，同

比略有下滑。中期来看，在经济转

型的大背景下， 成长性较好的创

业板个股依然具备想象空间；不

过，未来分化在所难免。

瑞银：双预期推动十月反弹

□本报记者 朱茵

瑞银证券财富管理研究部主

管兼首席中国投资策略师高挺

15

日在上海表示， 当前市场的推动

力就是来自盈利的增长和改革的

预期。 他预计经济改善势头有所

减弱， 但政策和改革预期将进一

步增强， 因此维持

A

股偏正面的

短期判断。

他判断美国

QE3

退出将发生

在年末，全球经济复苏，美国和

欧元区的经济都在好转，其看好

的全球布局重点是美国股市。 美

国股市是瑞银在主要资产类别

里面，尤其是在股市当中配置最

高的。

瑞银对国内未来增长的预期

不高，认为大部分的迹象显示

7-

8

月份的反弹是个非常小幅度、阶

段性的反弹。 反弹驱动力有四个

方面：政府放松投资条件、库存因

素、 季节性因素以及外需不断改

善出口反弹。在这几个因素中，具

备持续性的可能就是政府推动能

够持续多久。其余出口、库存因素

和季节性因素都是短期的支撑因

素。 未来经济从低位往上走的动

力消失但政策的推动会有效果，

因而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长会开始

走平。

他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对市

场的推动有两个：一个是在盈利

方面，不是整体的推动，而是结

构性的推动，有些行业表现不错

就会推动，但是整体作用不是特

别强；另一个就是投资者对改革

的预期。 单从盈利的角度来说，

持续的增长及稳定的估值很重

要，汽车、家电也不是特别高，汽

车和家电是耐用消费品，也是属

于消费方面，还有医药、大众食

品等也值得看好。 周期性品种方

面，瑞银看好建材，认为水泥价

格后续会上涨。

另外，从改革的角度来看，高

挺看好证券业， 非金融领域的改

革包括引入民间资本和垄断行业

的改革等等，重点在于铁路行业，

铁路的改革最具备条件。

IPO

重启传闻吓跑

129

亿元资金

结构性行情延续 适度增强防御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股指震荡调整，两

市资金均呈现净流出的格局；医

药生物和食品饮料板块涨幅居

前，防御特征明显。

IPO

重启传闻

对市场构成一定的扰动，不过由

于短期重启的可能性并不大，因

此对行情冲击有限。 短期来看，

本周五公布的

9

月增长端经济数

据将成为左右市场走势的关键

信号； 而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围绕改革和转型概念的炒作仍

将反复。 操作上，在紧盯改革主

线的同时，可逐步配置蓝筹类防

御品种，以规避经济数据低于预

期或政策兑现期临近可能引发

的波动。

震荡调整 129亿资金流出

受

IPO

重启传闻的影响，昨日

沪深股指弱势震荡，小幅下跌。

昨日沪深股指震荡回落，尾

盘跌幅明显收窄。截至收盘，上证

综指收报

2233.41

点，下跌

0.19%

；

深证成指收报

8700.35

点， 下跌

0.68%

。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综指

分别下跌

0.28%

和

0.45%

。

从资金流向来看， 沪深股市

主力资金均呈现净流出的格局。

据巨灵财经统计，昨日沪市

A

股资

金净流出

35.40

亿元， 深市

A

股资

金净流出

93.70

亿元，两市资金合

计净流出

129.10

亿元。

行业方面， 申万一级行业指

数跌多涨少， 医药生物、 食品饮

料、公用事业板块涨幅居前，分别

上涨

1.46%

、

1.31%

和

0.84%

；商业

贸易、 餐饮旅游和电子板块跌幅

居前， 分别下跌

1.26%

、

1.22%

和

1.06%

。

资金流向也显示， 作为防御

特征最为明显的板块， 医药生物

再次成为弱市资金的避风港。 据

巨灵财经统计，

23

个申万一级行

业板块之中，有

5

个板块实现资金

净流入，其中医药生物、交通运输

和公用事业板块净流入规模居

前，分别为

11.77

亿元、

8.79

亿元和

6.25

亿元； 而在资金净流出的板

块中，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和商业

贸易板块的净流出规模居前，净

流出金额分别为

24.90

亿元、

22.71

亿元和

16.31

亿元。

传言扰动有限

结构性行情延续

昨日市场的调整最直接源

于

IPO

重启传闻的扰动。 不过业

内人士认为， 在十八届三中全

会之前重启

IPO

的概率较低，并

且目前征求意见稿尚未发布 ，

因此传闻对市场的冲击不足为

惧。 实际上， 昨日尾盘指数上

行，跌幅明显收窄，便表明传言

对市场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得以消化。

与此同时，

IPO

重启传闻并未

浇灭资金炒作题材股的热情。 昨

日虽然民营银行、 网络安全等前

期热门概念出现休整， 但生物疫

苗、抗癌、智能物流等概念股大幅

上涨。 存量资金乐此不疲地在新

老热点之间腾挪， 表明市场整体

氛围仍为良性。

不过， 当前市场也并非没有

压力。 最直接的便是本周五公布

的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三

季度

GDP

等增长端数据。 在

7

、

8

月

超预期复苏之后，

9

月部分数据的

旺季不旺以及

PMI

上升幅度的减

弱，令市场预期

9

月份经济数据难

以重现

8

月的全面亮点。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昨日防御特征的凸显，

也很可能缘于数据公布前夕资金

的谨慎心态。

总体来看， 周五公布的经济

数据将决定短期市场走势和投资

者情绪，如果没有大幅超预期，则

指数震荡、 题材火热的格局仍将

持续。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

围绕改革主线的炒作也将此起彼

伏。 操作上，在紧盯改革主线，享

受政策红利的同时， 也可逐步配

置低估值蓝筹股， 以规避经济数

据低于预期或政策兑现日临近可

能引发的波动。

医药板块防御性凸显

□本报记者 李波

昨日沪深股指弱势震荡，医

药板块逆势收红， 且涨幅居行业

之首，防御特征凸显。

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昨日上涨

1.46%

，领跑所有一级行业指数。

成分股中，健康元、东宝生物、福

星医药、迪安诊断、金陵药业、鲁

抗医药等封住涨停；通策医疗、交

大昂立和信邦制药大涨逾

9%

。生

物疫苗指数和抗癌指数也荣登

wind

概念板块涨幅榜前两位。

分析人士指出， 昨日医药板

块的逆势上涨主要缘于多重因

素。 首先，上周大盘实现反弹，但

医药板块表现欠佳， 其股价的回

调为昨日的反弹创造了技术面条

件。 其次，中长期来看，中国已步

入老龄化社会， 医药行业业绩有

望稳健增长。再次，近期国务院提

出全面发展中医药医疗保健服

务，对相关品种形成了正面刺激。

另外，医药板块防御性最为明显，

昨日大盘震荡调整， 资金自然涌

入该板块避险。

对于医药板块的未来走势，

主流机构普遍较为乐观。其中，中

信建投预计， 医药板块和部分优

质个股

10

月先跌后涨。 先跌的诱

发因素是诸多个股的三季报低于

市场预期， 其对应的高估值需要

消化； 后涨的刺激因素是一些省

份将在

10

、

11

月启动和执行基药

招标， 将大大提升对明年初开始

体现基药制度政策红利的预期，

这也是市场看好四季度医药板块

表现的根本逻辑。

蓝筹股 机会大于风险

□信达证券 陈嘉禾

今年

6

月份，以蓝筹股为主的

上证综指暴跌到

1849

点的绝对低

点时，市场恐慌情绪达到极致。现

在， 市场尽管从

1849

点反弹起来

300

余点，但整体氛围并没有得到

显著改善。许多投资者仍在问与

6

月份相同的一个问题： 熊市到底

结束了吗？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 甚至

没有人能给出真正确定的答案。

但是， 投资者必须注意到的一个

事实是，和上一次大熊市相比，现

在的

A

股市场与那时有诸多相似

之处。

在上一次已经被许多投资者

淡忘的大熊市里， 上证综指从

2001

年

6

月

14

日的最高点

2245

点

下跌到

2005

年

6

月

6

日的

998

点，整

整下跌了

3

年

11

个月多。而这次市

场从

2009

年

8

月

4

日的

3478

点下跌

到

2013

年

6

月

25

日的

1849

点，下跌

的时间则是

3

年

11

个月略少。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时

间的维度只是一个方面。 虽然在

2013

年

6

月的低点中， 市场的估

值看起来比

2005

年更低，从而不

具备可比性，但是两者的相对估

值却有相似之处。 在

2005

年

6

月

的低点， 当时

A

股上证综指的估

值水平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几乎

处于倒数第一的位置；而在

2013

年

6

月的低点，

A

股蓝筹股的估值

水平也低于当时全球主要的股

票指数。

从另一个角度来比较两者的

估值水平， 我们也可以看到相似

的结果。 比较同时在

A

股和

H

股上

市的股票可以看到，在

2005

年

6

月

的时候，同时在

A

股和

H

股上市的

股票，其

A

股价格平均只比

H

股贵

30%

多， 而目前的数据则为

67%

。

尽管仍比

2005

年的最低点多出

30%

以上， 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一

数值在

2000

年时高达

150%

、

2007

年时接近

300%

，则当前的差距已

经不大。 事实上， 由于市值的关

系，蓝筹股的

A

股股价相对

H

股的

溢价更少，甚至处于折价状态，恒

生

AH

股溢价指数在周二的收盘

点位只有

98.9

点， 意味着按市值

加权平均的

A

股股价甚至较

H

股

折让

1.1%

。

不过， 投资者现在对于蓝筹

股的担忧， 名义上主要来自于不

相信占蓝筹股极大权重的银行板

块的资产质量，以至于得出了“这

次的低估值不一样” 的结论。 但

是， 市场在很多时候给出的名义

上的逻辑， 并不是市场真正的逻

辑， 而观察一个逻辑是否是真正

的市场逻辑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

观察这种逻辑是否在平行的市场

上也能得到体现。

在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中，

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板块股票遭

到抛售，投资者对美国的房地产

市场感到极度悲观，同时也对持

有大量房地产相关衍生品的金

融板块感到绝望。在当时的美国

资本市场， 只要牵涉到房地产

的资产，无论股票、债券、衍生

品、还是房地产本身，价格都一

路下挫。

回到

1997

年的香港资本市

场， 房地产价格在短短数年之内

下跌了

70%

， 同期大量购买了本

地房地产的一些酒店类、 房地产

开发类公司， 其财务状况极度恶

化，同时股价也剧挫。

反观当前国内

A

股，主要是蓝

筹板块， 其股价低迷的理论原因

是房地产的不可持续， 但同时投

资者却热捧房地产。 当市场给出

另一个理由， 即担忧地方政府产

生坏账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城投

债的收益率与国债之间的利差并

没有大幅上升。 这种在一个细分

市场出现了一种逻辑， 但并没有

在平行市场得到体现的情况，并

不是真正的市场内在逻辑体现在

外在时，所应呈现的表象。

一个类似的现象可以在

2012

年下半年的港股内地房地产板块

中找到。在

2012

年下半年，港股上

市的内地房地产公司估值极低，

许多突破

0.5

倍市净率、甚至达到

0.2

倍左右，市场当时给出的理由

也是担忧内地房地产市场崩溃。

但是在同一时期， 我们并没有看

到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平行崩盘。

结果， 港股上市的内地房地产公

司股票成为

2012

年末香港市场最

靓丽的表现者。

由此可见， 当资本市场给出

的逻辑只是单个市场的 “臆测”，

而非当时经济情况的真实面貌，

并没有在平行市场得到体现时，

价格纠偏的可能非常大。当然，一

种可能是资本市场的预期正好与

发生的事实相遇， 比如中国的房

地产价格真的在未来大幅下挫，

以至于银行的资产状况惨不忍

睹。 但是一则由于这需要市场的

预测不论从未来发展的步骤推

理、还是未来发展的程度把握上，

都与未来数年的情况对接得严丝

合缝， 而这种完美对接的概率十

分之低。 二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虽然泡沫明显， 但是房地产泡沫

破灭并不一定导致银行的垮台，

1997

年的中国香港市场即是一个

例子。 因此，蓝筹股的机会，仍然

远大于风险。

申万一级行业10月15日表现

10月15日部分涨幅居前的概念板块


